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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李佳
静 陈昭) 自《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条例》10月1日实施以来，鄞州区多措并
举开展宣传和执法工作。截至目前，该区
已累计下发宣传册10万余份，教育劝导
个人2458名、单位904家，开具书面整改
通知书368份，25人通过义工服务代处
罚，5名个人和5家单位受到行政处罚。

为营造垃圾分类新时尚的良好氛围，
鄞州区强化党建引领，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人人争当志愿者，户户争创示范户”垃圾
分类专项活动。党员带头学习垃圾分类
知识，带头提升分类技能，带头养成分类
习惯，积极参与社区入户宣传、桶边督导、
宣讲辅导、义务咨询等志愿服务活动，当
好居民的示范标杆。

“要让群众自觉守法，首先要让群众
知法、懂法。”鄞州区生活垃圾分类办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为加强群众对垃圾分类
工作的兴趣，各镇（街道）、村（社区）组织
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让群众在活动中
学习分类知识、增强法律意识。

同时，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持续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法行动，坚持教育
宣传、管理服务跟进、执法处罚保障的原
则，分层次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下一步，鄞
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增强垃圾分类的执
法力度，加快建立高效率、高质量的垃圾分
类管罚联动体系，对辖区内党政机关、住宅
小区、商业楼宇及其他公共场开展第二轮
全覆盖检查，重点加大对住宅小区生活垃
圾分类的整治力度，形成依法严管高压态
势，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执法。

本报讯（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胡丽
娜 胡金波）昨天上午，都市报系“育文
化”之爱眼护眼活动进入慈溪横河宜青桥
文化礼堂，宁波博视眼科医院的俞存教授
及6名医护人员，为村民讲解个性化白内
障治疗方法及爱眼护眼小知识，会后为村
民进行了视力检测。

活动现场，俞教授为大家讲解了老年
性白内障的症状、分类、治疗方法，传统白
内障手术的局限性、手术后缺陷，通过3
个具体的病例讲解个性化白内障手术的
要求、安全性等，老年朋友受益匪浅。

此外，宁波博视眼科医院的医护人员
为村民建立了眼部健康档案，细心地为大
家做了视力检测、测量眼压等检查。通过
检查，帮助老人们排查出老花眼、白内障、
青光眼、糖尿病眼底病变等老年人常见的
眼部疾病。

其中有一名年近70岁的胡爷爷，一
只眼睛受伤后一直未曾很好治疗，现在又
加上白内障的影响，左眼几乎已经看不
见，经过仔细检查，深入交谈，打算到宁波
博视眼科医院进行手术检查，白内障手术
全程免费。

据了解，参与此次活动的村民有五六
十人。

宜青桥村文化礼堂自2018年年底建
成后，在都市报系的结对帮扶下，2019年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小候鸟剪纸、赠书活
动，儿童保护法律知识、防溺水知识、插花
讲座、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汇演、
垃圾分类法治同行文艺汇演、国防知识讲
座等，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受到群众
的欢迎，宜青桥村文化礼堂也被评为慈溪
市三星级文化礼堂。

“我们用创意和双手，让原本属于垃圾的
废品拥有生命力，希望这一行动鼓励更多的
人。”“绿主妇”们在采访中纷纷表示。

华严社区党委书记孙凯明告诉记者，华
严社区“绿主妇”公益团队成立于2015年年
初，一开始为了丰富社区主妇们的生活，后来
渐渐变成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平台，倡导垃
圾减量循环。

“绿主妇”公益团队曾作为优秀社会组织
代表分别参加由市委组织部、市两新工委举办

的宁波公益集市和鄞州区举办的“垃圾分类我
最行”主题活动，她们还走进学校，展示变废为
宝的优秀作品，利用废旧布教同学们制作布艺
贴画，通过趣味方式，倡导绿色环保理念。

接下来，作为深化“绿意华严”品牌的重要
力量，这个公益团队将丰富活动内容，通过变
废为宝作品爱心义卖、制作“温暖牌”袜套送孤
寡老人等各种形式，加强宣传垃圾分类倡导绿
色新生活，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陈葛泉成

绿色生活
文明随行

让废弃物焕发生机
华严社区“绿主妇”公益团队获居民点赞

眼下垃圾分类正成为社会新风尚，吸引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
在鄞州区百丈街道华严社区，有一支名为“绿主妇”的公益团队，不
仅热心于引导居民垃圾正确分类投放，而且发挥特长，将生活中常
见的易拉罐、塑料品、玻璃杯、纸盒等废弃物焕发生机。

团队成立4年多来，光是用回收的物品创作出的环保袋、围裙、
装饰品就有500余件。“绿主妇”们笑说：“这件事很有意义，在身体
力行中收获绿色生活的乐趣，让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华严社区地处宁波商贸中心，尽管略显陈
旧，但老楼却焕发着浓浓绿意。垃圾分类工作
开展以来，党员、居民志愿者成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几乎每个楼道都有他们的身影，号召
居民共建美好家园。

其中，以15名家庭主妇组成的“绿主妇”
公益团队尤为惹眼。她们除了参与垃圾分类
宣传引导，还在每周四下午开展“变废为宝”手
工制作活动，向社区普及绿色生活方式。

70岁的张莲芳是团队负责人。“现在的人
东西坏了就想直接扔了，但有的物件经过改造
后还能再利用，而且用处还蛮大的。”张莲芳感
到，社区牵头定期开展的手工小课堂，教大家
如何巧妙利用废弃物品，非常实用。

课堂上，制作材料全部来自居民扔掉的

“垃圾”。穿破的丝袜、被剪下的边角料软钢丝
以及废弃的绳子……所有备用的东西，工作人
员清洗后收集起来。

参加活动的“绿主妇”只要带上简易的工
具，一把剪刀、一把雕刀、一把老虎钳就可以
了。大家围坐在一起，相互学习和模仿，如果
一个下午来不及完成，就带回家继续研究。

在社区的绿意生活馆内，有一间房摆满了
她们的得意之作。有用牛奶纸盒缝起来的围
裙、茶饮外包装拼起来的小红帽、清洁剂塑料
瓶裁剪的筷子收纳盒、废弃海绵填充的“仙
桃”、丝袜和软钢丝制作而成的“腊梅”、酒瓶改
装的花瓶……生活垃圾也能72变，看得人眼
花缭乱。

“从刚开始的两人到现在的10多人，年龄
分布也越来越广，拿出的作品水平也越来越
高。”张莲芳很开心，华严社区“绿主妇”公益团
队已经成了居民心中的环保“主力军”，赢得不
少赞美声。

其实，团队成员都是“非科班”，为了制作
出好看又实用的物品，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就拿张莲芳来说，退休前是经商的，没系
统学过画画，在家很少做手工活。起初凭着兴
趣爱好跟着大伙将裁缝店的边角布料做成香
囊，后来网上搜索漂亮的图案，试着用家里废
弃的塑料瓶、纸盒等进行临摹、裁剪和雕刻。

“第一步，脑子里构思，有个大概轮廓；第
二步，用笔在塑料瓶、纸盒上画，碰到厚度宽度
不一致的地方，适当调节比例；第三步，沿着画

笔线条将多余部分剪下，然后用雕刀和老虎钳
雕花纹。听起来简单的步骤，操作起来却不轻
松。”张莲芳摊开自己的右手掌，茧印清晰可
见。

最花工夫的莫过于《竹》《菊》这套作品，为
了让叶片大小、花瓣粗细看起来真实，精雕细
琢、反复研究，足足花了一个月。

团队里另一名骨干王阿菊，自学盆景制
作。光是一个花瓣就要花几个小时，将使用过
的铁丝弯成一个个圆圈，同时裁剪旧丝袜套在
圆圈内并拉紧，花瓣大小要注意，不能忽大忽
小。然后将废纸或旧布缠在拉直的钢丝上做成
枝叶，涂上颜料，花瓣用胶水直接粘在枝叶上。
从一窍不通到驾轻就熟，她创作出的腊梅、菊花，
但凡到社区展示过后，居民们都争着要一盆。

制作材料全是居民扔的“垃圾”

一套作品足足花了一个月

倡导绿色生活，传递正能量

“绿主妇”们展示自创作品。 记者 崔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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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条例宣传月活动


